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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听到下课铃 却难轻松十分钟
———“课间十分钟”背后的困与争

文片 见习记者 延瑜
记者 郭春雨

现状———
“尽量别动”
引出“厕所社交”

目前就读于五年级的晓晓告
诉记者，对于“课间十分钟”，虽然
学校里没有规定，但是老师每次也
是三令五申，要求学生不要“跑跳”

“打闹”，“一般同学也不会去操场
玩，因为我们学校操场还挺远，跑
过去，再跑回来时间不够。”

晓晓说，低年级的学生规定得
更严格，因为之前曾经有个孩子从
楼梯上摔下来骨折，后来老师就严
禁学生在楼梯和走廊打闹。对于去
操场，有些班主任规定不让过去，
尽量在教室和走廊活动。

此前，山西的一位教师在社交
平台上吐槽“课间圈养”现象，表示
七成学生课间不出教室，即使是20
分钟的大课间，操场上也空空荡
荡。随后，“中小学生课间十分钟不
能出教室”登上各大平台热搜。

舆论发酵后，不少学生在社交
媒体上无奈表示：下课10分钟，拖
堂2分钟，提前上课2分钟。上厕所
都来不及，更别说出去玩了。

对于课间十分钟，孩子们肯
定是想出去玩。目前就读二年级
的徐子怡说：“老师只让我们在
教室和楼道安静地休息或走一
走，我当然很想出去玩游戏，只
有十分钟也想出去。”

记者采访中发现，对于课间
十分钟，不少孩子都表示老师会
给出规定，“哪里能去，哪里不能
去。”一个孩子告诉记者，一到下
课班主任就走进教室，站在讲台
看着学生，除了去厕所的学生，
甚至不允许到走廊上。

此外，还有学校将“课间十
分钟”的规范纳入了对学生的考
核。一些在课间“很老实、守纪
律”的学生，可以获得“课间小红
花”，还会纳入到班级“三好学
生”等荣誉的考核。

就这样，课间十分钟不再是
“轻松轻松”的十分钟。对此，不仅
孩子们憋屈，家长也有意见。“我肯
定希望孩子下去玩”。作为三年级
学生的家长，张朋说他上个月带
孩子检查视力，近视度数又增长
了，医生建议孩子要多下楼运动。

“之前家委会的一个家长曾经
提过意见，但老师表现得很为难。
因为学校有值周主任，负责各个班
级纪律，也考核老师，如果下课太
闹腾，要被扣分。”张朋说，令人哭
笑不得的是，因为学校的规定，孩
子发展出了“厕所社交”，“孩子跟
我说，他跟几个兄弟会约好在厕所
玩，有时候还会在厕所吃零食。”

追因———
“动不起来”
困于安全与快乐的博弈

本该是孩子放松身心的“课间
十分钟”，为什么“动不起来”了？其
实并不难找到答案，这背后是安全
与快乐的博弈。一位小学老师坦
言：“主要是怕孩子磕着碰着，有任
何事老师都是第一责任人，万一出
了啥事，老师都担待不起。”

此前，一组来自教育部政策
法规司“学校安全风险防控机制
研究”课题组的数据，印证了这
种说法：通过对29个县区的1596
位校长、76811位家长的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校园安全事故一旦
发生，41 . 4%的家长认为学校一
定有责任，85 . 8%的家长会去找
班主任，79 . 5%的家长找学校领
导。不少学校都曾有过因学生安
全问题被告上法庭的经历。

作为一名刚入职两年的新
老师，赵丹讲述了一段自己的经
历：课间班里一位小朋友和另一
位小朋友打闹，不小心摔地上磕
破了膝盖，自己第一时间带着去
医务室了。医生简单处理后说没
啥大问题，给孩子父母打电话
后，孩子父母却认为对方小朋友
是故意，在查了监控后还是要求
对方要在全班小朋友面前道歉，
并且让赵丹作为班主任，保证不
会再发生这种事。

“这个家长一直觉得我是偏
袒，还要求去医院做全身检查。
为了这个事我哭过好几次。”赵

丹说。
某私立小学班主任陈妍告诉

记者，“课间十分钟”的相关规定都
是根据现实情况制定的，初衷不是
为了限制学生自由活动。“我们学
校‘课间十分钟’要求学生尽量在
教室里活动，可以在走廊里喝水、
上厕所，但不能在走廊里跑，因为
学生很多，一跑就容易撞到别人。
至于去操场，那更不可能实现，如
果学生一打铃就跑到操场玩儿，就
意味着几百个孩子在同一个楼梯
往外挤，安全隐患更大。”

陈妍反映，对于学校“课间
十分钟”的相关规范，班主任要
严格履行监督职责，并与班级分
数、班主任考核绩效挂钩。

“现在学生们每周三节体育
课，每天两次大课间都可以去操
场上活动，但多数是在老师的带
领下按要求统一运动，不是自由
地玩。”陈妍坦言，作为老师，也
想让学生自由地活动、释放天
性，但如果因此导致班级排名倒
数，学校领导也会怪老师不尽岗
位职责。

采访中，不止一位老师告诉
记者，学生一旦出现安全问题，
老师都是第一责任人。除了家长
的追究，有些学校还实行扣分
制，课间一旦发现学生追跑打
闹，被抓住扣分，班级会失去评
流动红旗的机会，也会影响老师
的考核。

此外，一旦孩子在课间追跑
出现意外，家长责怪学校、老师
的同时，还会电话投诉、上报教
体局或发布到自媒体上，老师们
一边要完成教学任务，一边又要
解决安全事故。

层层压力之下，老师们为了
“自保”，只能更严格得看管学生。

担任初中班主任的司娟告
诉记者，法律也有学校责任与免
责事项的相关规定。“但现实情
况是，真的出事儿了，不管主要
责任方是谁，老师还是要花费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

此外，有些学校教学楼比较
高且没电梯、距离操场较远等，
都是学生不能在课间到操场活
动的原因。

破局———
“软硬兼施”
找回课间十分钟

“课间十分钟”问题已经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日前，教育部
明确表态：中小学校安排课间休
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有利于
学生调节情绪、放松身心、增强
体质和防控近视，不得对学生在
课间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当
交流、游戏、出教室活动等言行
自由设置不必要的约束。

如何把“课间十分钟”真正
还给孩子？记者来到山东几所学
校，看到教育工作者们正在想方
设法解决问题。

记者在济南市天桥区官扎
营小学采访时正逢课间十分钟，
一位女老师正在与学生们玩老
鹰捉小鸡的游戏，欢声笑语荡漾
在校园内。党委书记、校长李起
争向记者介绍，学校为孩子们设
计安排了丰富的课间活动。“我
们学校课间游戏主要分为室内
和室外两部分，室内以益智类游
戏、课桌操为主，如翻花绳、华容
道、挑小棒等，室外以体育项目
和民间传统游戏为主，如老鹰捉
小鸡、贴膏药、捕鱼、跳房子、投
壶、接力跑等。在此基础上，我们
还通过评选‘快乐班级’和‘游戏
高手’，让孩子们的课间活动更
加精彩充实。”

记者在济南高新区章锦小学
看到，学校将空出来的教室改造
成多功能教室，供孩子们在课间
活动。教师王晓倩介绍，“除了要
求老师不拖堂、增添丰富的户外
游戏环节，下课期间，教学楼也开
放了多功能教室供孩子放松，舞
蹈教室里舞蹈，美术教室里画画，
科学实验室里一起做实验，图书
角一起读书、下棋……让‘课间十
分钟’成为孩子自己的时间。”

济南市历城区殷陈小学为
了让孩子们在课间更好地锻炼
身体、放松心情，还对学校前广
场进行了改造和优化。副校长刘
丙涛告诉记者：“在学校前广场
的地面上，我们把‘飞行棋’和

‘跳格子’的游戏结合起来，以
‘地画’形式呈现，并设置‘防欺
凌’‘交通安全’和‘低碳环保’三
个板块。以‘交通安全’为例，孩
子们下课后三五成群，通过猜拳
的方式开始前进，如果跳到‘闯
红灯’的格子上，就要退回到起
始点，如跳到‘遵守交通规则’的
格子上，则可以再前进两格儿。”

当然，仅仅靠改造硬件是远
远不够的。针对“课间十分钟”带
来的安全问题，殷陈小学排出课
间安全值班表，安排老师们下课
时轮流在楼梯拐角处、教学楼出
口等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地方
执勤，引导学生进行有序活动。

“我们的教师配备还是比较充足
的。根据值班表，一个老师差不
多每周轮一次，这样做不仅保障
了学生的安全，同时也保护了孩
子们下课正常活动的权益，可以
说是两全其美。”刘丙涛说，“‘软
硬兼施’之下，孩子们正在找回
课间十分钟的快乐。”（应采访
对象要求，文中晓晓、张朋、陈
妍、司娟为化名）

曾经给很多人留下美好记
忆的“课间十分钟”为何消失
了？有专家认为，家长普遍要求
孩子在校绝对安全，学校难以
保证，这种矛盾进而外化成课
间十分钟消失的表象。原来孩
子“散养”居多，但现在独生子
女“圈养”现象普遍，家庭的安
全考虑延伸到学校，催生了“不
出事为主”的管理模式。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
院副院长刘智慧认为，从实践
效果看，动辄将学校作为“无限
责任方”是“课间十分钟”消失

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民法典》
的规定，还是根据《学生伤害事
故处理办法》《中小学幼儿园安
全管理办法》规定，学校是否承
担法律责任，主要看学校是否
履行教育管理职责，如是否对
学生做到事前安全教育、事中
及时发现、事后通知救助等。

刘智慧表示，目前具体司
法实践中有两个误区：一是很
容易将学生在学校内发生的各
种意外事件，都归因于学校未
能履行教育和管理职责；二是
一旦有学生在学校出现安全事

故，司法存在“和稀泥”现象，或
多或少判决学校承担一些责
任，学校容易陷入一个总是需
要面对未知法律风险的境地。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此前在媒体采访
中表示，就学生安全而言，学
校虽然是主要责任方，但不应

“无限担责”。目前，校内事故
的责权关系划分不够清晰。广
泛的安全担忧背后，还暴露出
学校活动空间、师生配比等方
面的不足。

据《中国新闻周刊》

专家谈“课间十分钟”问题———

校园事故学校不应“无限担责”

“听那叮铃铃的下课铃声送来十分钟，来吧，来吧，来吧，大家都来轻松轻松……”相信很多人都听
过也唱过这首《课间十分钟》。然而现在的孩子们却面临尴尬：听到了下课铃，却没有了轻松的课间十
分钟。“下课不能去操场”“除非上厕所，课间不能出教室”“不许上下楼、玩耍”……本该热闹的课间休
息，成了静悄悄的“课间圈养”。近日，“课间十分钟”话题冲上热搜。

几乎每个人读书时代都熟悉的“课间十分钟”，为何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话题背后，又折射出家
校育儿观念的哪些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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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天桥区官扎营小学的师生们在课间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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